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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内容不是关于美国的衰落，而是要讨论所有他者的崛起。
确切地说，它讲述的是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大转折，这种转折虽然是人们广为讨论的话题，但我们
对它的理解依然很肤浅。
当然，这也无可厚非，因为变化总是缓缓发生的，就连最大的变化也不例外。
虽然我们津津乐道所谓的“新时代”，似乎对世界也已经了如指掌，但事实并非如此。
过去500年来，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生了三次结构性的权力转移。
每一次权力转移都是权力分配的根本性调整，都重新塑造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第一次权力转移是西方世界的崛起。
西方崛起的进程始于15世纪，到18世纪末期，这一进程大大地加快了。
它创造了我们所熟知的现代化——科学和技术、商业和资本主义、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同时也创造
了西方国家长盛不衰的政治主导地位。
第二次权力转移是美国的崛起，它发生在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美国实现工业化不久，就成为自罗马帝
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并且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个这样的国家：其他国家无论怎么联合也没有它强
大。
美国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主导着全球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
在过去的20年间，美国的优势无与伦比，这是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
目前，我们正经历着现代历史上的第三次权力大转移，这次权力转移可以称之为“他者的崛起”。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在快速增长，而且增长率之高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各国经济繁荣与萧条并存，但总体趋势无疑是上行的。
最明显的增长发生在亚洲，但目前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地区。
正因如此，把这次权力转移称为“亚洲的崛起”是不恰当的。
在2006年和2007年，世界上有124个国家的增长率达到了4％以上，其中包括非洲的30多个国家，占非
洲大陆的国家总数的2／3。
“新兴市场”一词是投资基金管理人安东尼.范.阿格塔米尔（AntoinevanAgtmael）创造的，他列举了25
家最有可能成为下一波世界性跨国公司的企业。
在他列出的名单中，巴西、墨西哥、韩国和中国台湾各有4家企业，来自印度的企业有3家，来自中国
内地的有2家，阿根廷、智利、马来西亚和南非则各有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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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为你诠释：权力正在转移，世界正逐渐脱离美国的经济支配，迈进一个多元势力共同支撑的后
美国世界。
     这是一个群雄崛起的时代！
    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肯尼亚⋯⋯以及许许多多国家的强大。
    这是一本能够改变你对这个世界惯常看法的书！
    世界经济新秩序重整，我们的基点和机会在哪里？
后美国时代，谁能为我们重画世界经济结构大蓝图！
全球百位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CNN节目主持人、《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
为我们重新界定各国经济强弱，剖析全球发展及美国强权地位的变数！
    在这本书中，扎卡利亚揭示当代全球力量分散的面貌，以他惯有的笔触，融汇过去500年来两次权力
大转变的历史教训，亦即西方世界的兴起与美国的崛起，他向我们阐释了“群雄崛起”的第三次大转
变。
    扎卡利亚认为，当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展现高度经济实力后，世界将进入经济群雄崛起的后美国
时代！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就是这个后美国时代最直接的表现，即一个新新世界即将产生。
    后美国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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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法里德·扎卡利亚，一位拥有耶鲁大学、哈佛人学教育背景的国际趋势分析权成，一位针砭时事的国
际专家，一位被公认为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敢于直言的新闻工作者。
常常发表精辟犀利的国际关系分析，连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也赞誉他“熟悉世界每个地方”。

    他是《新闻周刊》国际版的主编，还受邀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刊物撰写文
尊，是美国舆论界非常最重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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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风云变幻的世界任何黄金时代都有终结之日。
极盛时期越是璀璨夺目，终结之时越是惨不忍睹。
2008年的惨剧是1929年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金融崩溃，它导致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幅度的经济衰
退。
2008年发生的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全球经济中大约有40万亿美元的净资产毁于一旦；美国两家最大
的抵押贷款机构被政府接管；雷曼兄弟的倒闭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银行破产案；风靡一时的投资银
行一夜间烟消云散；世界各地竞相出台救市和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总额已经达到了数万亿美元。
我们正经历的这个时代将会载入史册，成为子孙后代长期谈论的话题和研究议题。
 世界上最快的赛车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27在我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崩盘的根本原因竟然
是“成功”。
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世界见证了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
全球经济规模大约每10年就要翻一番，已经由1999年的31万亿美元飙升到2008年的62万亿美元；通货
膨胀则长期保持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水平上。
经济增长还外溢到了其他地区。
当西方人搬进更加宽敞的住房、购买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时候，长期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亚洲和拉丁
美洲农民也在快速发展的城市里找到了新的工作，就连非洲人也开始到全球市场上销售货物了。
在全球各地的每一个角落里，商品的价格都在下降，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形式的财富却在迅猛增长
。
宏观经济指标集中反映了这一盛世景象。
2006和2007年无疑是这一黄金时代的高潮。
在这两年期间，全世界有124个国家（大约占世界国家总数的2／3）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
那么，“全球增长时代”的成因又是什么呢？
正如我要在本书中详细阐述的，它是政治、经济和技术这三大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政治上看，前苏联的解体催生了一个全球政治相对稳定的时代。
冷战期间，世界上发生了数十起内战和武装叛乱，涌现出了许多小股游击队组织。
这些组织大都得到了前苏联的资助，西方国家则针锋相对地扶植它们的对手。
冷战结束后，由于大国竞争退出历史舞台，战争的数量大大减少，虽然也爆发过一些战争，但它们的
规模都很有限。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刚果的血腥屠杀事件，以及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制造的恐
怖主义活动。
但总体上看，世界人民共享了和平与稳定，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从没有的。
此外，政治冲突造成的人员死亡数量也持续下降。
从经济上看，前苏联解体以后，市场经济成为广泛推行的经济管理方法，这使世界各国政府对于加入
国际经济体系趋之若鹜。
世界贸易组织等新协议和制度则有效地减少了贸易壁垒，日益紧密地将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
就连越南和哥伦比亚政府也已经认识到：置身于这场“全球繁荣竞赛”之外的代价是无法承受的，因
而采取了明智的政策以减少债务水平和削减扭曲的补贴。
它们并没有受到来自鲍勃·鲁宾或汉克·保尔森等人的压力，而是亲眼看到了这样做的收益（和不这
样做的代价）。
这些改革鼓励了外国投资，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美国央行行长们正在探索驾驭和缓解商业周期之道，以防止随时有可能发生的经济波动，
进而葬送就业和储蓄并酿成动荡和革命。
例如，1854～1919年间，美国平均每4年就要发生一次经济衰退，并且一旦来临就要持续整整两年。
但在过去的20年间，美国在两次衰退之间经历了长达8年的不间断增长，最终出现的下行趋势也仅仅持
续了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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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超长稳定期的出现得益于他们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地与通货膨胀作斗争。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带动下，央行行长们相继向通货膨胀宣战，努
力以笨拙的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商品价格的相对稳定。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摸索出的做法成了最成功的出口商品。
到2007年，全世界只有23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高于10％，遭受恶性通货膨胀困扰的国家则只有一个—
—纳米比亚。
从技术上看，信息革命加速了单一全球经济体的兴起。
通信成本急剧下降，信息网络四通八达，一体化进程越来越便利。
突然间，内布拉斯加州的体育用品商店可以从中国进货，然后远销到欧洲，并任命班加罗尔的会计师
掌管支票簿。
毋庸置疑，低通货膨胀、全球增长和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成功，但是，这些成功也
带来了一个重大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助长了人们的自命不凡。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商人们密切地关注着各种政治风险——政变、恐怖袭击和社会动荡—
—可能给经济增长造成的伤害，但发现的政治风险却很少。
政变的结果无非是建立一个新政权，但它仍将面临全球经济的各种制约和机遇。
因此，在后冷战时代，尽管恐怖主义活动猖獗，也不时发生一些灾难性事件，但世界的基本面是保持
了政治稳定。
然而，这些商人们对于一个近在咫尺和司空见惯的问题却视而不见，那就是“经济风险”。
他们与艾伦·格林斯潘一样，假定复杂的金融工具向全世界扩张事实上降低了经济风险。
他们还相信：一度被认为是危险的债务水平现在可以被驾驭了，因为人们假定真实的那些条件事实上
一直在发生变化。
正因如此，投资者愿意接受相对较低的回报率，进行正常情况下看似危险的投资。
美国政府发行的国库券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而公司债券则缺乏足够长的历史可供参考。
尽管二者的收益有着天壤之别，但恶性扩张中的信用连创历史新低。
在此情况下，厄瓜多尔这样岌岌可危的国家和克莱斯勒这样摇摇欲坠的公司，居然可以像美国政府那
样拿到非常廉价的贷款（事实是：到2009年，厄瓜多尔政府已经停止偿还债务，而克莱斯勒公司仰仗
美国政府在最后关头出手相救，才得以逃过破产的厄运）。
由于借贷的成本非常低廉，金融业者和房地产所有者便无所不用其极，动不动就大规模地举借外债。
2002～2006年间，企业盈利率的增长速度连续18个季度保持在两位数，破产率则远远低于正常水平。
银行和投资者眼见企业的保险箱装得满满的，提供资金时更加自信而慷慨。
好日子似乎永无结束之日了。
世界经济简直就像一辆昂贵的赛车。
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行驶能力，可以风驰电掣般地向前奔驰。
在过去的l0年间，无论任何人驾驶这辆车，都能体验到无与伦比的刺激和兴奋。
问题只有一个：事实证明，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驾驶这辆车。
10年来，全球经济的面貌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它是一个由125个国家组成的统一的整体，而且这些国
家都积极地参与到体系中来，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快速发展。
这辆车似乎有125个不同的司机，但谁也没有想到需要购买减震器。
债务问题当然，也有人想为这辆赛车安装减震器，但在经济繁荣的年代里，他们被扣上了“爱唱反调
”的帽子。
他们质疑道：次级抵押贷款怎么能比得上通用电气公司的债券呢？
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盈利报告年复一年地出炉，对冲基金的管理者年复一年地领取高达10亿美元的
薪水，极具前瞻性的修正意见则被束之高阁，唱反调者也越来越没有人理会了。
这样一来，一种反向自然选择就在华尔街发生了。
正如Eagle Capital公司的一位执行董事博伊金·柯里所说，过去20年来，“几乎所有金融机构的DNA都
在发生危险的变异。
每当有人强烈要求掌握更多的‘金融杠杆’、承担更大的风险，随后几年的事态发展都证明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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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
这些人胆大包天，但往往能得到提拔，从而控制了更多的资本。
与此同时，在掌权的人当中，谁犹豫不决，谁主张小心谨慎，到头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谨慎的人越来越畏缩不前，并丧失了升迁的机会和对资本的控制。
”沃伦-巴菲特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越积越多的“金融杠杆”，这是，华尔街对“债务”的奇特说法
。
这是“聪明人走向破产的唯一途径”，巴菲特说，“你的表现很出色，因而过上了非常富有的生活。
但是，只要你使用了‘金融杠杆’，就算你的表现一直很出色，做错一件事就会被淘汰出局，因为任
何事物乘以零都等于零。
如果你周围的人表现得都很出色，那么，你出局的速度会大大加快。
你的表现确实很出色，恰如‘舞会上的灰姑娘’一样：王子很英俊，音乐很动听，你也高兴得心花怒
放。
你寻思道：‘混蛋，我为何要在夜里11时45分离开呢？
我要待到午夜12时差2分时再走。
’但问题在于：墙上没有钟表，而所有人都打算待到午夜12时差2分时再走。
”一言以蔽之，我们就是这样走进2008年大灾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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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秦亚青教授指出，任何国际关系学派都有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学派的核心问题就是美国霸权地位的护
持。
长期以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可能出现的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以及其他国家的峒
起对美国霸权构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挑战。
应当说，美国政治家和学者对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性有着基本的共识，但对于该如何应对其他国家
的崛起和遏制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趋势，美国国内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以强硬手段将任何潜在
竞争对手扼杀在摇篮里，另一派则敦促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全球战略进行调整，以建设性的态度与不可
避免的蟈起国发展合作关系。
法里德.扎卡里亚2008年推出的新作《后美国世界》无疑属于后者。
在小布什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强硬政策陷入困境的情况下，这本主张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新书一经
发行就在美国舆论界掀起了旋风般的影响，至今在《纽约时报》非文学类畅销书和亚马逊网络书店非
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仍然名列前茅，开启了无数美国大众对国际趋势的新视界，也成为现任美国总统
奥巴马反复阅读的书籍之一。
扎卡里亚在书中独辟蹊径，不讨论所谓“美国的衰落”，而是深入考察“他者的堀起”。
事实上，这些年来美国自身的表现并不差，只不过其他国家携后发优势表现更佳而已。
这是500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次权力大转移，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
随着所有其他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国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等非国家
行为体的崛起，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必然呈下降趋势，人类将由此进入一个非西方化的“后
美国世界”。
作为一个印度裔的美国学者，扎卡里亚为美国应对自身的相对衰落开出了如下药方：要想在日益全球
化的后美国世界继续保持繁荣和应有的影响力，必须由“一言九鼎的霸权国”转而扮演一个类似于“
诚实的掮客”的角色。
为此，华盛顿必须注意6个方面的问题：要有所选择，要通过建立广泛遵守的行为规则实现利益，要
像俾斯麦那样与所有大国都保持最良好的关系，要根据问题本身的需要灵活决定对策，要善于进行非
对称性思维，要高度重视营造合法性。
换言之，美国必须寻求与他者共享权力、创建联盟、营造合法性和塑造全球议程。
需要指出的是，扎卡里亚作为一个美籍印度人，兼具东西方两种文化和教育背景。
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极具洞见的：对美国霸权可能的衰落忧心忡忡，对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崛起持开
放态度，据此为美国护持霸权开出了以合作求共赢的药方。
他反复指出，以前的英国衰落是经济上的，当前的美国衰落则是政治上的：美国人习惯于自命不凡和
独断专行，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也无意多加了解。
这正是他者竞相崛起而美国相对衰落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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